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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简介

2023-03-15

上海市海陆气界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面向国家海洋权益与国家安全保障，
面向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双碳’重大需求，聚焦海陆气相互作用国际前
沿，突出海气和陆气界面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实验室将发展尖端的监测、数值模拟
和现代统计方法与技术，提出多尺度海-陆-气相互作用机制和相关理论，在气候变
化、极端天气气候、温室气体传输及其在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等方面取得
突破，建成海洋、陆地、大气交叉学科领域国际知名的学术基地、人才培养基地、
服务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基地。

二、主要研究方向

方向一：海-陆-气界面过程监测技术与集成

方向二：高分辨率模拟与现代预测技术

方向三：多圈层协同与气候变化

方向四：碳循环与源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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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案例

序号 描述 附件

1

台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台风强度是目前台风预报的难点
，其变化也一直是国际上的前沿科学问题。传统的台风强度估计主要基
于卫星云图，存在较大主观性。即使针对同一个台风，不同台风业务机
构给出的强度估计也经常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近20年的理论研究
指出海洋变暖会导致台风增强，但因缺乏现场直接观测资料，一直存在
争议。复旦大学王桂华教授课题组与其合作者，另辟蹊径，提出用海表
面漂流浮标（drifter）观测的高精度海洋混合层流速来估算台风强度
。通过分析1991-2020年期间全球大量drifter观测的混合层流速数据发
现，最近30年占全球70%的弱台风无论在全球尺度还是海盆尺度上都存
在明显的增强趋势。该研究提出的从海洋混合层流速推测台风强度的新
方法，可用于全球所有台风的强度变化分析，为进一步提高台风模拟和
预测精度提供了重要基础。另外，最近30年全球弱台风显著增强这一发
现，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台风增强的理论，将有助于提
高对未来台风强度变化的预估。相关研究成果《海流显示全球弱台风显
著增强》（Ocean currents show global intensification of weak
tropical cyclones）发表在2022年11月17日Nature上（611,
496–500），并被Nature选为News&Views特评,专门配文评论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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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终总结

研究成果

实验室自2022年11月1日筹建以来，确定围绕海-陆-气界面过程监测技术
与集成、高分辨率模拟与现代预测技术、多圈层协同与气候变化及碳循
环与源汇格局四个方向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目前获批10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十余篇，为全面开展海-陆-气相互作用及其对天气气候的影响研究奠定
扎实的基础。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实验室依托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筹建，研究团队亦来自该单位
，现已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校特聘教授15人、教授、青年
研究员13人、副教授、青年副研究员9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人、教育部长江学者1人、国家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2人，国家青年“千人”2人，上海市“千人”两人。实验
室主任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人禾，副主任为王桂华教授、张义军教授和
高艳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中科院院士穆穆，他们也分别为各研究
方向的学术带头人。

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由于筹建时间尚短，且受疫情影响，实验室的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情况
暂无，为保障实验室运行管理，管理团队配置已基本到位，后续将陆续
完善各类制度规定。

依托单位支撑
和保障情况

依托单位将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投入专项经费；投入基本发展经费以
保障实验室基本运行；并为实验室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给予相应的经费
，进行项目制人员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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